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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共繪和美鄉村新畫卷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綜合報道 隨着全面推進鄉村振

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步伐加

快，廣大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

需求日益增長，城鄉、區域之間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成為最

直觀的表現，亟須進一步完善。

7月12日，全國政協圍繞「統籌

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

主題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與會

的全國政協委員同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農業農村部、國家衞

生健康委員會相關負責人，以及

有關專家、基層幹部齊聚一堂，

深入交流。

規劃引領 有序推進鄉村建設

今年5月中旬，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調研組赴四川省
宜賓市、瀘州市6個區縣展開專題調研。一路上，調研組

為鄉村面貌的改觀、城鄉融合發展的生動實踐倍感振奮。
會上，全國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齊扎拉代表調研組
介紹了相關情況。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調研組也看到，由於我
國地域廣闊，各地在城鄉、區域之間還存在明顯的發展不平衡
問題，例如，城鄉一體化公共基礎設施規劃建設管護機制有待
建立健全，教育、醫療、養老等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標
準還不統一等。
「讓鄉村建設有章可循、有規可依，需要堅持規劃先行、分
類推進，牢固樹立城鄉一體規劃、一體建設理念，綜合考慮城
鄉土地利用、產業發展、人口分布和歷史文化傳承等因素。」
齊扎拉說。
對此，調研組建議，在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要學習
運用 「千萬工程」經驗，從各地實際和農民群眾最迫切、最現
實的需要出發，優先建設一批促發展惠民生、農民群眾可感可
及的專案。例如，進一步提升農村供水品質、因地制宜合理解
決農村用電問題、延展「互聯網+」服務、推進公路入村入戶
等。在完善公共服務布局方面，要把縣城作為切入點，統籌推
進城鄉教育聯合體、緊密型縣域醫療衞生共同體、冷鏈物流倉
儲、養老服務網絡等水準。
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卞莊街道代村黨委書記

王傳喜關注到「四好農村路」的建設。在他看來，建好農村
路，需要做好村莊規劃控制。王傳喜建議，以鄉鎮為單位認真
開展整體規劃建設試點，以原有道路優化提升為主，新建為
輔，提高標準，完善配套；統籌建好生產路、生活路、產業
路，結合高標準農田建設做好生產路規劃，解決半截路、繞彎
路等堵點，在規模化特色農產品集中種植、加工儲存片區打通
產業路，使每條生產路、產業路直通城鄉道路、直通就近市
場。
此次會議上，浙江省嘉興市政協主席陳利眾介紹了嘉興統籌
城鄉發展的經驗：「嘉興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充分發揮規劃龍
頭作用』的囑託，把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作為統籌城
鄉發展的大事來抓，率先出台全國首個市域城鄉一體化規劃，
構建形成覆蓋每一戶農戶的交通、教育、醫療、就業等8大領域
『15分鐘公共服務圈』……」
結合嘉興實踐，陳利眾建議，要注重區域協同，更大範圍統

籌布局；要更加重視城鄉資源整合，完善「以城帶鄉」
機制，持續推動城市優質資源向農村延伸覆蓋，廣

泛推行教共體、醫共體等模式，積極推廣名師
名醫下鄉等做法，進一步增強農村內生動
力，提升農村公共服務供給能力。

互動交流中，與會的部委負責人表
示，下一步將以鄉村全面振興為抓手，
加強工作統籌、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
分類有序推進鄉村建設。

暢通「最後一公里」助力鄉村全面振興
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提升鄉村建設水準」，並就

推進農村基礎設施補短板、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等方面進行
了系統部署。
在這方面，一些委員關注到如何進一步打通倉儲、冷鏈、物
流配送從縣、鄉到村的「最後一公里」，助力鄉村全面振興。
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衞生健康委員會主任方傳龍認為，

農村物流是城鄉之間的重要紐帶，要綜合評估市場需求、產業
分布、商品流向、交通條件等因素，合理布局農村物流網點。
「建議推動物流網絡納入公共服務範疇統一規劃建設，集聚整
合郵政、公交、供銷等農村公共服務資源，提升西部地區、經
濟欠發達地區、偏遠山區的物流網點覆蓋率。推動建設縣級樞
紐、鄉級骨架、村級站點的三級物流體系，加強縣級倉儲、集
散和分撥中心的共建共用，提升縣級中心的調度能力和水準，
充分利用農村閒置房屋、場地等完善農村物資集散、倉儲設施
建設。」方傳龍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農產品加工與食品營養研

究所所長趙曉燕關注到如何補齊農村冷鏈設施短板。她建議，
創新補貼方式，解決農民投入不起、沒有產地預冷設備可用等
問題，推廣「共用冷庫」運營模式，通過建立數位化平台，對
冷庫主體和冷庫賦碼，為農戶提供「一鍵找庫」服務，促進供
需有效對接。
「近年來，『低空經濟+農業』日漸推廣並產生越來越多的效

益，以無人機為代表的智慧物流配送有力解決了農村物流『最
後一公里』難題，低空新技術帶動『新農人』成長，幫助農民
增收致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用航空局原黨組成員柳芳
的發言，讓大家關注到低空經濟這一戰略性新興產業對鄉村全
面振興的促進作用。柳芳建議，將低空基礎設施以及配套的用
地、用電、用網等納入公共基礎設施，完善與低空飛行相適應
的通信、導航、監視、氣象基礎設施布局，實現城市與鄉村低
空服務管理一網融合。

補短板強弱項 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獲得感
醫療、教育、社保、文化生活……面對廣大老百姓日益增長

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實現鄉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提
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黨委書記李浩認

為，醫療衞生與老百姓幸福息息相關，雖然當前鄉村醫療服務
能力得到明顯提升，但由於不同地區差異較大，硬體落後、設
備老化等問題依然明顯。「建議加大對城鄉醫療資源的集中統
籌分配力度。加大財政籌措力度，加快鄉村醫療機構的標準化
建設，完善鄉村醫療設施設備配置，滿足鄉村醫療衛生服務基
本需求，繼續引導省內外三級醫院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共用，着
力改善服務供給品質。」李浩說。
「我們要確保農村的老年人能夠方便地前往醫療機構和社區

服務中心。」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
長孫潔說道。她建議，要提升硬體設施，加大財政投入，優先

支持農村地區的養老設施建設，如老年活動中心、養老院等，
在農村地區推進寬頻和移動網路全面覆蓋，利用現代資訊技
術，開發適合農村地區的智慧養老服務平台，使遠程醫療、
健康諮詢、緊急呼叫等服務成為可能，為居家養老提供資訊化
支撐。
全國政協常委、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錢學明關注到
縣鄉醫療衞生服務一體化管理面臨的編制問題。他建議，要進
一步明確縣委、縣政府的牽頭主導責任；明確縣域醫護人員
由醫共體牽頭醫院負責統一招聘、統一培訓、統一調配、統一
管理，實行全員統籌管理、全域統籌使用。構建「縣級總院＋
鄉鎮分院」「縣鄉分級診療＋上下雙向轉診」的縣域醫療衞生
服務體系。
鄉村教育是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石。如何縮小教育的區域、城
鄉差距，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且有品質的教育？全國政協
委員、湖南省政協副主席何寄華建議，在充分調研本地各學段
生源總量和城鄉分布變化的基礎上，「一縣一策」適度超前編
制城鄉教育資源布局規劃；打破區域局限，將優質學校和薄弱
學校結成教育共同體，推動資源共用、教研共建、文化共生，
統籌師資配備、強化數位化賦能，擴大優質教育覆蓋面。
如今，各地湧現出眾多百姓大舞台、文化禮堂、鄉村記憶
館、村史館等基層公共文化空間，極大豐富了鄉村文化生活。
「建議進一步深入調研基層群眾文化需求，制定科學合理的基
層公共文化空間建設規劃，打造特色品牌，提升文化地標的知
名度和影響力，對現有的公共文化空間資源優化配置，避免重
複建設，還要拓寬資金來源，建立靈活的用人機制。」全國政
協委員、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韓民春表示。
近三個小時的會議中，委員們的建議得到與會部委
負責人的積極回應和認可，共識也在協商交流中逐漸
凝聚。大家認為，統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布局
要久久為功，既要與經濟發展狀況相匹配，又要與人
口變化趨勢相結合，保持政策連續性、有效性和可及
性，讓農民群眾共用改革發展成果，共同繪就和美鄉
村新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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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雙十一」前夕，中國郵政浙江省紹興市平水
共配中心員工將快遞進行分揀，再配送到各個村級綜合便
民服務站，讓村民們取件的距離從曾經的11公里以上，
縮短到1公里的範圍內。 （新華社）

◆

近
年
來
，
「
低
空
經
濟+

農
業
」
日
漸
推
廣
，
帶
動

「
新
農
人
」
成
長
，
幫
助
農
民
增
收
致
富
。

（
新
華
社
）

20242024年年77月月252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4年7月25日（星期四）

2024年7月25日（星期四）


